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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方法的研究综述 

汤雅诗，洪显利，姚彦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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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症作为一种普遍且严重的心理障碍，其核心症状涵盖自我憎恨、孤独感及悲观情绪等。近

年来，青少年群体逐渐成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这一现象不仅严重阻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给家庭与社

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本文系统综述了近十年来国内、国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文献，重点探

讨了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方法，并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

研究都表明青少年抑郁症主要受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影响，但国外研究侧重于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与抑郁症

关联及遗传生物机制，而国内则更聚焦本土化因素；在干预方法上，尽管药物治疗与心理干预均为主流，但

国外倾向于创新综合手段，国内则偏重传统心理疗法。最后，虽然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取得了显

著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不足，未来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及其机制，

更加注重多维度、综合性的干预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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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ommon and serious psychological disorder, and its core symptoms include self-
hatred, loneliness and pessimism. In recent years, adolesc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high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which not only seriously impedes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but also brings about far-reaching impacts on 
families and societ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its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carried ou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found that,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show that adolescent depress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and genetic factors, 
but foreign studies focu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overuse and depression and genetic-biological 
mechanisms, while domestic studies focus more on localized factor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overuse and depression; in terms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although both med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re mainstream, foreign studies tend to favor innovative and comprehensive means, while domestic studies favor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Finally, although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and future research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and their mechanism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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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疾病，它包括多因素的障碍，

涉及一系列特定的症状或异常行为，如运动症状、认

知症状、社会症状和生物症状，这些症状会导致受试

者失去对环境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其日常功能出

现困难[1]。从症状上来看自我憎恨、孤独、悲伤和悲

观是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症状，而且由于性别差异，

女孩患有抑郁症后更容易出现对身体形象和对自我

的憎恨症状[2]。在重度抑郁症中，由于年龄差异导致

的生理机制不同，和成年人相比，有重度抑郁症的青

少年更容易出现身体症状[1]。近年来，青少年逐渐成

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根据调查，全球 34%的 10-19
岁青少年有患抑郁症的风险[2]，而患有严重抑郁症

的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高达 30％[3]。目前，我国抑

郁症的发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据《2023 年国民抑

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患抑郁症人数约 9500 万，

其中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 15%-20%，且青少年抑

郁症通常涉及复杂的生物因素，并具有延迟恢复、高

复发频率、药物滥用和高自杀风险的特征[4]。由于儿

童和青少年正处于特殊的身心发育时期，青少年抑

郁症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且会给家庭、

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探究青少年抑郁症影响

因素及其干预方法至关重要。 
因此，本文总结已有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

素和干预方法的研究，以“青少年抑郁症”、“抑郁

症影响因素”、“抑郁症干预方法”、“Adolescent 
depression”、“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on”、“Depression 
Intervention Methods”等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中对近十年文献进行高级精确检索，将从

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干预方法等方面

出发报告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青

少年抑郁症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以期通过这

一综述，能够为促进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及其心理

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 
2.1 国外研究 
青少年抑郁症是由一系列复杂且多元的因素引

起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国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围绕着生理因素、学业压力、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

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展开。 

2.1.1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在青少年抑郁症发病中的作用不容忽

视。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差与青少年抑郁症患病风险

增加有关，睡眠不足会导致情绪恶化，并且还会降低

情绪调控能力，保持运动与充足睡眠之间的平衡对

于维护身心健康、防止抑郁症至关重要[5-6]。性别差

异上，女孩更容易出现身体形象不满的问题，而这与

青少年抑郁症紧密相连[7]。针对身体满意度开展干

预工作可作为预防和治疗青少年抑郁的有效途径。

另外，特别是非西方背景下的超重肥胖青少年，其抑

郁症患病风险显著提高。值得关注的是，患病也会影

响青少年的抑郁症患病率。在特定病患群体如 HIV
阳性青少年中，抑郁症的患病风险较同龄人高出四

倍[8]，而患有糖尿病的青少年也更容易受到抑郁症

困扰[9]。综合考虑生理多维度因素对青少年进行干

预对防治抑郁症至关重要。 
2.1.2 学业压力 
学业压力是导致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的主要原因。

学业压力是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研究

表明，面临学业压力的青少年其抑郁症发病率相较

于无学业压力者高出一倍[10]。因此，早期识别并合

理引导青少年应对学习压力在抑郁症防治中尤为关

键。 
2.1.3 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 
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是诱发青少年心理问题的

重要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已成为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11]。过度使用

社交网络不仅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现相关性[12]，而

且在网络使用不当时产生的欺凌事件甚至可能导致

青少年产生自杀倾向[13]。这些研究结论凸显了在社

交媒体环境中保护青少年免受精神伤害的重要性。 
2.1.4 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同样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形成有所

影响。有实证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在家庭环境中的

塑造有助于降低抑郁症的发生概率[14]，相反，幼儿

期遭受虐待的经历可能显著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症的

风险，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延续至青少年乃至成年阶

段[15]。同时，青少年对父母过于干涉或唠叨的教养

方式感到不满也可能诱发抑郁症状[16]。这些研究启

示我们对抑郁症的关注不仅要关注青少年自身，也

要关注他们的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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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研究 
在国内，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同

样揭示了其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国外研

究相似，国内学者也强调了遗传因素、家庭环境等因

素在青少年抑郁症发病中的作用。然而，国内研究更

加注重探讨这些因素在国内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交互

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2.2.1 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可能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主要

危险因素[17]，其中，青少年抑郁遗传率约为 4%～

55%。这一宽泛的区间反映了疾病遗传复杂性的多

个层面。一方面，它表明青少年抑郁症并非完全由单

一基因决定，而是多个基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共

同影响的结果。此外，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

质系统（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神

经内分泌系统、免疫反应以及大脑结构和功能等多

个生物途径，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生物途径的微妙变化，可能导致个体在应对压

力、情绪调节及社交互动等方面出现障碍，进而增加

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2.2.2 个体心理因素 
在探讨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时，个体心理

因素作为核心维度之一，其复杂性与重要性不容忽

视。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格、归因方式、应对方式、

心理弹性等[17]。具体而言，首先，人格特质作为个

体稳定的心理特征，其中内向性、神经质倾向及完美

主义追求，均可能加剧青少年面临压力时的负面情

感反应，这些特质使得个体更易陷入自我怀疑与过

度担忧之中，从而增加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其次，归

因方式作为个体解释事件原因的心理过程，其消极

倾向是抑郁的重要诱因。倾向于将负面事件归咎于

自身、持久且普遍的原因，而非外部、暂时或特定的

因素，这种消极归因方式会削弱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促进抑郁情绪的形成与维持。此外，心理弹性作为个

体在逆境中的恢复能力，对抵御抑郁情绪具有重要

作用，陈洋洁的研究强调了情绪调节能力在青少年

抑郁风险中的核心地位，青少年若面临较高的负面

情绪负荷且缺乏有效的调节策略，将显著增加其抑

郁的风险[18]。因此，在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症时，

应综合考虑这些个体因素，以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发展。 

2.2.3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作为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主要

包括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一方面，在家庭环境上，

有研究表明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首要社会环境，

其功能性、结构完整性及教养方式深刻影响着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19]。具体而言，良好的家庭功能能够

积极预测并促进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20]，而家庭

功能的障碍则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关

联。此外，父母教养方式的适宜性、家庭成员间关系

的和谐程度，乃至家庭成员个人生活喜好的冲突，均

可能潜在地增加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风险[21-22]。 
另一方面，学校作为青少年接受教育与社交活

动的重要场所，其环境特征同样对青少年抑郁症的

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显示，学业压力及人际关系

的紧张是诱发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23]。这些

因素不仅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还可能通

过影响其自尊、归属感等心理需求满足程度，进而加

剧抑郁症状。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风

险还与其童年期的经历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情感虐

待、情感忽视、性虐待及躯体忽视等早期不良经历，

均被视为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24]。这些经历

不仅直接损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可能通过影

响其人格发展、认知模式及应对策略，为成年后的心

理健康问题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均指出青少年抑郁症受

生理因素与家庭环境双重影响显著，但两者在关注

点上存在差异。国外研究强调手机过度使用和生理

指标的作用，而国内则更加聚焦于学校环境等本土

化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这种多元化视角为

深入理解青少年抑郁症提供了宝贵参考，也为制定

有效的干预方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干预方法的研究 
3.1 国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干预方法的研究 
由于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

青少年抑郁的干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

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探索了多种干预策略和方法。 
3.1.1 药物干预 
青少年抑郁症的有效干预策略已经成为全球公

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首先药物干预对于青少年

抑郁症的干预效果有限。作为传统治疗手段，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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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在青少年抑郁症的管理中占据一定地位，然而尽

管药物治疗在部分成人抑郁症病例中表现出明确的

疗效，但在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应用上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和挑战性[25]。特别是对于经典的三环类抗抑郁

药物，尽管在成人群体中可能有益，但多项研究并未

显示出其对青少年抑郁症具有同等的治疗效果，甚

至有的研究提示这类药物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应用缺

乏足够的实证支持[26]。因此药物干预的有效性仍然

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3.1.2 非药物干预 
与此同时，非药物干预手段的研究与实践在近

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心理干预领域。 
（1）正念干预 
正念训练作为一种基于认知行为理论的心理干

预方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在 Raes
与 Johnson 的研究中，正念训练作为一种基于认知

行为理论的心理干预方法，在青少年抑郁症防治中

展现出显著效果[27-28]。Raes 等人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将五所学校的学生分为正念训练组与控制组，效果

评估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进行前后对比分析，结

果显示正念课程显著改善了训练组学生的抑郁症状，

并在干预后持续有效[27]。Johnson et al.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深入，针对少数学生实施为期 8 周、每周 1 次

的正念训练，发现其不仅降低了青少年抑郁症状发

生率，还增强了正念意识、情绪调控能力及幸福感，

降低了抑郁症风险因子[28]。这些研究充分证明了正

念训练课程内容的有效性、实施步骤的严谨性以及

通过标准化量表评估效果的可靠性，为青少年心理

健康促进提供了有力支持，强调了在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推广正念训练的重要性。因此正念训练对青

少年抑郁症防治具有重要价值，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干预方案。 
（2）表现力写作 
此外表现力的写作也能够影响青少年抑郁症。

Travagin et al 通过系统整合 21 项针对 10 至 18 岁青

少年群体的独立研究，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
方法，深入探讨了表达性写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潜在效益，研究结果表明表达性写作实践对提升青

少年的幸福感具有虽小却稳健的积极影响[29]。这一

发现背后的可能机制在于，青少年在参与表达性写

作的过程中，得以对特定经历进行深度且持续的反

思，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他们对个人问题的重新审

视，还激发了积极应对挑战、减少问题主导情绪的策

略思考。因此，表达性写作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

预手段，有助于青少年在情感与认知层面实现自我

成长与调适。 
（3）承诺接纳疗法 
另外，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也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针

对青少年定制的 ACT 小组活动，通过一系列精心设

计形式，聚焦于提升参与者心理社会健康的整体水

平。它可以显著降低青少年的生活压力，适度减轻其

焦虑症状，并增强他们的正念技能，尤其是自我同情

和自我接纳的能力[30]。接纳承诺疗法能帮助青少年

更好地调节焦虑和压力，获得更积极的人生体验。 
（4）体育干预 
体育锻炼也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

发现体育活动干预同样展现出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

多个维度的积极影响[31]。通过定期的体育锻炼，不

仅可以改善青少年外显行为问题和内隐情绪问题，

还有助于塑造健康的自我形象，提升学业成绩，通过

身体活动带来的内在奖励机制能进一步增强青少年

的心理韧性，为其心理健康构建起坚实的保护屏障。 
虽然药物治疗以及日渐多元的非药物治疗，为

当代青少年抑郁症干预提供了多种方式，但是目前

对这些干预方式的研究还存在不足。首先，药物干预

的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科研证实，尤其是在抑郁症治

疗领域的具体应用上，需要经过专业医疗领域权威

机构的严格认证。其次，现有研究中对于有些非药物

干预方式有效性的数据科学性有待评估，部分研究

可能存在样本选取不足或代表性不强的问题，这可

能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最后，针对抑郁症干预

相同方式的不同研究之间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还存在争议，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论证。 
3.2 国内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干预方法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干预方法也主

要集中在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方面。 
3.2.1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治疗方法。其

中，氟西汀是青少年抗抑郁药的首选[4]。过去几十年

里，人们意识到使用药物不仅会产生用药依赖性、不

良反应等问题[32]，还会使患者产生自杀风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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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逐渐将视野转向非药物治疗。 
3.2.2 非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心理干预治疗和物理治疗。 
1）心理干预治疗 
心理治疗干预是指通过心理干预达到减轻精神

心理应激，进而减轻抑郁症状的治疗方法[22]。心理

干预治疗方法多样，主要有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

疗、表达性艺术治疗等，具体如下： 
（1）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是通过与患

儿及家属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对患儿内在认知予

以充分重视，并明确其行为改变的重要性，从而确保

在各个阶段有计划地落实每一项干预措施的治疗方

法。大量文献表明相较于单一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

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更能有效地缓解青少年抑郁症

状[33-34]。具体而言，吴丽娜通过对照试验设计，将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结果显

示，认知行为治疗能有效调整负性情绪，建立起积极

且健康的心理状态患者，改善人际关系，更好地适应

环境[35]。进一步地，贺方在认知行为治疗的基础上

融入了优势理念，探索了优势认知行为治疗（ACBT）
的应用效果[36]。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ACBT 不

仅能够有效缓解轻至中度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

情绪，还能使青少年建立新的自我信念系统，产生深

层积极人格效应，提升其希望感。 
承诺与接纳疗法作为认知行为疗法流派中颇具

代表性的经验性行为治疗方法，也是改善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的重要干预方法。接纳与承诺疗法是指通

过接纳、承诺等过程改变患者的认知行为的方法[37]，

有研究表明其能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应对

方式，降低抑郁程度[38]。 
（2）家庭治疗。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治疗对象，

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独

关注个人问题行为的治疗方法。由于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和健全人格的形成都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因

此，家庭治疗已成为当前一种对青少年精神性疾病

患者治疗的一种常用且效果良好的手段[39]。针对青

少年抑郁症的家庭治疗主要包括患者和患者家属两

部分[40]，有研究表明，通过家庭治疗对患者家庭整体

进行心理干预，不仅有助于重建良好的家庭功能[33]，

还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抑郁程度，并为患者的中远

期预后打下良好的基础[41]。此外，范喜英还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亲子教育联合康复技能训练能通过帮助患

者改善负面情绪、躯体不适和睡眠质量，从而改善患

者的社会功能，降低抑郁程度，改善行为问题[42]。 
（3）团体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是将心理治

疗原理同时应用于一组人中，通过成员间的相互影

响而实现治疗目的的一种疗法。在对青少年抑郁症

的干预中，团体治疗是一种常用方式，且不同的治疗

主题会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

以自我关怀为主题的团体干预不仅能改善患者的焦

虑与抑郁情绪，还能提升他们的应对能力[43]。同时，

情绪宣泄主题的团体治疗则可以有效调节患者的心

理弹性，减轻抑郁症状[44]。这些研究凸显了团体心

理治疗在促进患者心理健康与积极变化方面的优势。 
此外，团体治疗和不同的心理疗法相结合也被

证实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有良好的效果。如，团体接

纳承诺疗法能显著提升患者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45]，

而焦点解决短程治疗与团体疗法的结合则能增强患

者的治疗参与度与效果[46]。李承美的研究进一步表

明，针对具有共同特性的患者群体实施团体叙事心

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其抑郁与焦虑情绪，并促进他

们回归家庭与社会[47]。正念认知团体疗法同样展现

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通过引导患者关注当下、接纳

自我，显著缓解了抑郁与焦虑症状[48]。这些研究共

同证明了团体治疗在青少年抑郁症干预中的多样性

与有效性，为临床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指导。 
（4）运动治疗。运动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

手段，旨在通过特定的运动方式促进身心健康的全

面恢复，特别是在改善精神与心理障碍方面展现出

独特的疗效。近年来，研究已广泛证实，合理设计的

运动计划对抑郁症患者，包括青少年群体，具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49]。具体而言，混合项目和中等强度的

运动干预对改善青少年抑郁症状具有最佳改善效果
[50]，而定期参与有氧运动相较于无氧运动更能有效

降低抑郁症状[51]。 
（5）表达性艺术疗法。表达性艺术疗法，作为

一种创新性的心理治疗方法，巧妙融合了游戏、音

乐、沙盘、绘画、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媒介，通过

非言语的方式，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深度探索与表达

内心情感、思绪及经验的平台。此方法旨在促进个体

内在冲突的解决，推动自我成长、发展与心理疗愈的

进程，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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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疗法等[52]。具体而言，音乐疗法在消除心理障碍、

促进身心健康恢复方面展现出了显著效果[53]，而当

其与正念疗法相结合时，更是有效减轻了患者的负

性情绪与不良反应[54]。同时，绘画治疗联合认知行

为护理的实践也表明，该方法能够减缓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的负性情绪，平衡心理状态，并提升其日常生

活能力[55]。此外，沙盘治疗在提高患者自信心与社

交能力方面表现突出[56]，而家庭沙盘治疗模式则进

一步拓展了治疗效果，缓解了负面情绪，改善了抑郁

症状，并优化了家庭功能[57]。因此，表达性艺术疗

法以其多样化的形式与深刻的疗效，在青少年抑郁

症的干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后现代主义治疗技术。后现代主义治疗技

术主要包括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和叙事疗法。在焦点

解决短程治疗方面，李敏的实证研究表明，焦点解决

短程治疗能通过改善 NSSI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应

对方式与心理弹性减少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58]。在

叙事治疗方面，有研究表明，叙事护理不仅有助于缓

解患者的抑郁情绪与心理健康问题，还能显著降低

NSSI 次数，减轻其严重程度[59-61]。 
2）物理治疗 
物理疗法包括经颅磁刺激治疗和电休克疗法。

经颅磁刺激治疗主要是利用电生理治疗技术使用高

频磁刺激刺激左前额叶皮层，促进皮质局部的代谢

水平，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62]。电休克疗法是一种

公认的通过向患者施加电流刺激诱发控制性癫痫发

作来治疗成人情绪障碍的方法，其治疗机制尚不明

确，在青少年人群中的使用不常见[4]。电休克治疗一

般在临床药物治疗及心理干预无效时采用，但其会

导致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但其对于难治性青少年

抑郁、严重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等疗效显著[62]。 
4 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和干预方法的

对比分析 
4.1 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在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领域内，国内

外学者的探索既展现出相似性也体现了差异性。国

内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强调了生

理因素与家庭环境作为青少年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两

大关键要素。生理因素涉及遗传、生理变化等多个层

面，而家庭环境则涵盖了亲子关系、家庭氛围等复杂

的社会心理互动。 

此外，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研

究各有其侧重点。国外研究倾向于将焦点置于新兴

社会现象如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与抑郁症之间的潜在

联系，这一趋势与国外青少年普遍高频率、长时间沉

浸于社交媒体环境的使用习惯密切相关。同时，国外

研究对遗传因素通过生物途径影响抑郁症发病过程

的深入探讨，也反映了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深厚积

累和技术优势。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青少年

抑郁症病因学的理解边界，还凸显了现代社会中新

型风险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威胁。相比之

下，国内研究则更加聚焦于本土化的影响因素，如文

化背景、家庭结构、教育体制等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社

会压力源，这种研究倾向可能与我国文化背景中强

调集体主义、家庭观念以及高压教育环境等因素密

切相关。国内研究深刻揭示了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

下，青少年抑郁症的独特表现形式和发病机制，强调

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干预措施中的协同

作用与重要性。 
4.2 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症干预方法的对比分析 
在青少年抑郁症干预方法的研究领域上国内外

学者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展现出了一定的共性

与差异。共性方面，双方都认识到单纯依赖药物治疗

存在局限性，因此越来越重视非药物干预手段的应

用。这些非药物干预方法，如心理干预和体育干预，

被证实能够有效缓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提升他们

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干预通过改变青少年的认知

模式、情绪调节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帮助他们建立积

极的心态和应对策略；而体育干预则通过促进身体

活动，释放压力，增强心理韧性，为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提供坚实的保护屏障。 
然而，在具体干预方法的选择上，国内外研究存

在一定的差异。国外研究倾向于追求新颖与创新，探

索如正念干预、表现力写作及接纳承诺疗法等前沿

手段，这种趋势与西方国家对个人心理健康的高度

重视，以及对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持续追求有关。

这些干预方法不仅关注个体的内在心理世界，还通

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练习和活动，旨在激发青少年

的内在力量，培养正念觉知，优化情绪管理能力，从

而有效预防和缓解抑郁症。此外，国外研究强调综合

干预模式的构建，整合多种治疗手段，形成全面、多

维度的治疗体系，以更全面地满足青少年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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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这反映了其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系统性思

维和整合能力。 
而国内研究在干预方法的选择上，则更加根植

于本土实际与传统文化。认知行为治疗和家庭治疗

等传统心理干预方法在国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

广泛的应用经验，被证明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具有

显著疗效。国内研究还积极将干预方法本土化，结合

中国青少年的独特成长环境、家庭结构以及文化背

景，进行适应性改进。例如，在认知行为治疗中融入

家庭治疗元素，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认知与行为调

整，还注重家庭环境的优化和亲子关系的改善，这种

综合性的干预策略更加贴近中国青少年的实际情况，

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 
5 结论及展望 
5.1 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其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涉及学业、社交、家庭及生理

等多个层面。鉴于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率、高复发性

及高自杀风险，采取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然而，现有研究受青少年群体特殊性、结果差异性、

样本局限、评估主观性及统计方法实施难度等挑战，

限制了深入探究能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不同

干预措施的效果及其机制，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

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本综述表明，

青少年抑郁症的预防和治疗需要综合考虑生理、心

理和社会多方面因素，未来的研究应注重青少年个

性化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并在临床实践中尝试

多维度、综合性的干预方法。同时，社会各界应加强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支持，共同营造有利于

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5.2 展望 
5.2.1 多维度综合干预 
鉴于青少年抑郁症的成因复杂多样，未来的干

预工作应更加注重多维度、综合性的干预策略。这要

求我们融合药物治疗的个性化与安全性，结合心理

干预的多种方法，以提升青少年的情绪管理和自我

认知。其次，还应当更加注重与家庭和学校的紧密合

作，共同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

这不仅包括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家

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学校

也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必要的心

理支持和辅导。除此之外，还应当要强调治疗方法的

实践性，在治疗中可以融入综合实践与研学活动，为

青少年提供实践成长与拓宽视野的机会，增强其自

信心与幸福感。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如社

区服务、户外拓展、文化体验等，让青少年在实践中

学习、成长，培养责任感、团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5.2.2 个性化干预方案 
考虑到不同青少年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

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未来的干预工作应当更加注

重个性化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这要求专业人员首先

对青少年的具体需求和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评估，

包括其家庭背景、学校环境、社交关系以及个人心理

状态等多个维度。基于这些评估结果，制定出针对性

强、个性化的干预计划，旨在精确满足每个青少年的

独特需求，从而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干

预措施能够真正解决青少年面临的实际问题。 
5.2.3 加强早期识别和干预 
早期识别和干预对于降低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

率和自杀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未来应当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监测和评

估工作，建立更为完善的筛查和诊断体系。这包括在

学校、社区等场所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检查，利用专业

的心理测评工具及时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一旦发

现青少年存在抑郁症状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立

即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如心理咨询、家庭治疗等，

以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确保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得

到及时关注和有效维护。 
5.2.4 关注社会心理因素 
社会心理因素在青少年抑郁症的形成和发展中

起着重要作用。这包括深入探究社会环境、文化背

景、社交关系等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并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制定出相应的干预策略。同时，还

应当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减少歧视和偏见、提供心理

健康教育等方式，为青少年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

的社会氛围。这样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降低青少年

抑郁症的发病率，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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